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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慶郎的自然農場羅慶郎的自然農場，展現混林農業。（圖片來源：本文作者）

前幾天，媒體報導轉述台灣生態學會楊國禎理事長在臉書上針對高山農業的發言，部落一片譁然。新竹尖石鄉部落裡
從事自然農法的農夫講話直率，對我們說：「還要種嗎？我們都不用種菜啦，專家跟媒體說山上的高麗菜都是亂種的
，根本就不懂我們，還要亂講喔。」這種一竿子打翻原鄉部落經營永續農業的簡化說法，讓他們相當感嘆與氣憤。

本文共同作者瓦旦．達魯，本身是尖石後山第一位以高山農業為研究主題取得博士學位的原住民農夫，從事自然農法
栽種已經多年，家裡的田地也種高麗菜，特別可以體會族人們委屈的心情。

我們覺得專家與媒體這種將自然保育以及高山農業發展一刀二分，利用煽情式文字渲染的報導，不但容易造成社會對
立，也無法解決長期存在於山區的生態與發展問題。

媒體所報導楊理事長聳動的「高山蔬菜，是山林血肉所換取」文字，背後的立論大致有三：

高山農業，造成山區生態破壞。
高山農業，不做水土保持。
夏季吃高麗菜，反自然時序。
但事實確實如此嗎？不見得。至少，我們在新竹尖石後山部落所努力的自然農作，正在改變過去多數人對高山農業破
壞山林根深蒂固的印象。

豐收農場使用的土地為日治時期開墾的水田，復耕種植有機蔬菜。（圖片來源：本文作者）

降低生態傷害的努力：農田與樹林結合的自然農法

在新竹尖石後山，自然農作已默默發展將近 30 年的時間。當年在部落中率先轉型為有機農業的石磊部落族人羅慶郎
，因深感慣行農業強調大規模開發以及工業化種植所造成部落的傷害，例如嚴重的山林開發、水土流失、土壤酸化、
長期暴露在農藥化肥環境的高罹病率、以及水源污染等問題，於是毅然轉做有機農作。

鄰近的新光部落耆老 Tali 指出，當年溫帶水果入山，地方政府介入輔導推廣，族人在經濟誘因驅使下紛紛加入開發
山地的行列。但他觀察到慣行農業帶來的傷害，不但破壞土地，也劇烈改變部落原有的社會文化和生活經驗。如今，
越來越多從事農業的族人意識到這種危機，願意調整自己的生產模式，避免過度開發山林，並且禁用農藥和化肥，按
照有機或自然農作進行農業管理。

現在，這樣的行動理念不止在新竹尖石後山蔓延，受到這些經驗影響而轉型自然農作的部落也包括桃園、苗栗、台中
、嘉義、高雄、花蓮等地的部落族人。這樣的經營模式，從理想化的生態理論來看，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破壞，但至
少已經看到部落非常努力在降低農業生產對生態的傷害。可惜的是，這些努力在這一次的媒體報導中並未被凸顯。

傳統農夫的種植會很自然注意到水土保持，避免土壤被沖刷。因為土地流失就無法耕作⋯⋯此外，我們的高山自然農
業也有豐富的水土保持生態知識。例如：鎮西堡部落的阿道長老，他的田地幾乎就隱身於自己辛勤種植的樹林之中，
這是模仿泰雅族傳統的混林農耕法，完全像是自然秘境裡的生產地。阿道長老告訴我們，傳統農夫的種植會很自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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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水土保持，避免土壤被沖刷。因為土地流失就無法耕作，他們都會在農園周邊種植樹木，或者建立適當的排水設
施，有時候甚至會利用梯田的耕種法，在適當的地形土地上進行小開發，這是確保農園穩定生產的傳統生態知識。

今（2017）年 4
月，我們部落族人去秘魯參加國際生態農夫會議，這種傳統耕作在充滿陡峭高地的秘魯山區，也是屢見不鮮。3 年前
，尖石青年創業團隊「網夢小組」在本地籌辦「原鄉產業研討會」活動，包括來自政大的顏愛靜教授等專家學者與第
一線農夫，在分享中都見證了這種具有生態概念的傳統農耕法，確實有助於改善農業與生態環境的關係。

高麗菜真正的問題不是時序，而是背後的經濟網

民眾想吃什麼，就會影響到盤商，再由收購商反映給當地農民種植，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經濟問題。再者，針對夏季吃
高麗菜是反自然時序的說法，這真的是一種平地人的思維。對於 我們身處高山的農民而言，確實不公平。高麗菜在
夏季可以生長於高山，並未違反自然時序，就像台灣高山的檜木森林可以長在北美洲溫帶地區的平地一樣，高度與緯
度都是自然界中影響溫度的地理因子。

唯一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於，高麗菜這種經濟作物並非原先就長在台灣高山的物種。經濟作物上山，來自於政府欠缺配
套生態思維的農業政策。原住民部落進入現代農業系統，絕大多數種植作物的知識都受到專家和政府機關的影響，因
為這樣，我們傳統的農耕知識與技術也大量流失。進入經濟市場的供需網絡，對原住民部落更是極大的衝擊。民眾想
吃什麼，就會影響到盤商，再由收購商反映給當地農民種植，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經濟問題。

台灣的食農問題，必須先檢討的是國家整體的農業產銷政策，而不是單單怪罪個別的農民。解套的做法或許在於發展
注重水土保持與健康安全的生態農業，以及健全公平的產銷制度，我們反對廉價且簡化地以農民充當代罪羔羊的做法
。

原地主本原來從事慣行農業，但土地休耕後租借給族人從事有機農業，改變大規模的單一種植，以小規模、周邊種植
樹木的方式兼顧環境保育與水土保持工作。（圖片來源：本文作者）

所有人都必須思考的食農教育

最後，我們認為如果問題的根源不釐清，就算平地農業，也一樣會造成生態破壞 ——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農業，在
相當程度上都是破開土地血肉取食的，生命要活、要吃，都無可避免必須建立在破碎其他生命身軀的基礎之上，這是
一種生態的宿命。但是，生態的道理更強調整個生態系統的回復性與永續性，我們承認目前許多農業耕作的方式，不
管在高山或是平地都是反其道而行的。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人，都必須徹底從食農教育進行反省。

近年來，國際上有關於「里山倡議」的精神，就是不斷地提醒人在自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人無法脫離自然而生，
就像是原住民農夫無法脫離自己生活的土地一樣。我們在山上的生態農業經營，就是在進行這樣的反省。但是我們反
對媒體用聳動、片面與煽情的方式引導社會輿論，製造保育與農業的對立，這不僅無法真正面對問題，更忽略了高山
原住民農夫對於生態保育可能提出的貢獻與努力。

（本文原標題為〈瓦旦．達魯、林益仁：「都你在講，高麗菜是山林血肉換來。」〉，共同作者為瓦旦．達魯（新竹
尖石鄉石磊部落生態農夫）、林益仁，原刊於《天下雜誌獨立評論》。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延伸閱讀

道法自然，原住民比我們強太多 ── 側記 KKF 大安溪部落課程
除了錢，我認為「文化」才是部落發展有機農業的關鍵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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